
清华校友通讯120

革命家、作家、书法家马识途，因病

于2024年3月28日在成都去世，享年110岁。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人们亲切地称

他为马老。他成长于四川（现重庆市）忠

县的一个书香之家，16岁负笈出峡寻求立

身救国之道，之后在漫长的岁月中，历经

风雨，工作之余又拿起文学创作的笔，成

为一名风格卓著、深有造诣的著名作家。

年逾百十岁，于他而言，不仅仅是一

个数字上的积累，更是无数精彩瞬间的汇

集。长达110年的岁月长河，仿佛一幅波

澜壮阔的画卷，诉说着生命的厚度。在回

顾自己走过的百年人生时，马老曾自谦自

己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业余作家”和

“不成器的书法家”。

负笈出峡的少年、风雨中识途的“老马”

在号称长江三峡明珠的旅游胜地石宝

寨附近有一个由长江回流冲击而成十分肥

沃的平沙坝。平沙坝纵横千里，三面围

山，一面临江，马家大院便是建造在这坝

里的一个小山脚下。

甲寅虎年腊月初三（1915年1月），

马千木出生于四川忠县石宝乡马家大院。

大院大门前的三叉溪是一条蜿蜒流向长

江的小溪，在溪水边与朋友游泳、嬉戏是

他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与此同时，他在

本家祠堂办的私塾读古书、习语文，深受

传统文化浸染。1931年，16岁的马千木初

他的时代、他的生命、他的理想

——缅怀马识途

○泽登旺姆

马识途学长

中毕业了，遵照父亲“本家子弟十六岁必

须出峡，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的家

规，他决定走出三峡，到北平读高中、考

大学。带着对未来的希冀，马千木登上轮

船。船过三峡夔门时，他意气风发，作

《出峡》诗一首：

辞亲负笈出夔门，
三峡长风涌巨澜。 
此去燕京磨利剑，
不报国仇不回还。

其后，马千木辗转北平、南京、上海

求学。在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

时，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马千木在抗战的硝烟中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入党申请表签名一栏，他

慎重地签上了“马识途”三字，意即自己

“觅得正确道路、老马识途”之意。

关于这段入党经历，马识途曾多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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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亲人、友人提起，四川省作协党组书

记侯志明便是其中一位。“每次讲述，马

老都像新入党一样激动不已。”侯志明感

慨道。的确如此，对马识途而言，入党

的日子是“理想的日子”，也是“幸福的

日子”。在个人自传《百岁拾忆》中，他

也浓墨重彩地写下这段经历。“虽然我的

入党仪式并不堂皇，在场的也只有我和钱

大姐两人，可这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

真切感到热血沸腾，紧紧地握着举着的拳

头，睁大眼睛盯着党旗和马克思的像，严

肃认真地读完誓词，庄重地说出：‘宣誓

人，马识途。’”

时光闪回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之际，马识途全程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后，郑重写下了

这样一句话：“我是马识途，我今年已经

进入107岁，我是1938年入的党，我的入

党誓词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已经实现了，

我无愧亦无悔。”

忽成作家，灿若霞光的创作

马识途的文学之路开始于中学时代。

参加革命后，为了安全，“甚至写

的片纸只字也不能给保留”。1929

年以后，步入政坛的马识途更因工

作太忙，而无闲暇和精力去创作。

“忽然成为作家”是在20世纪

50年代末。彼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十

周年，时任《四川文学》主编的沙

汀找到马识途，请他一定写一篇纪

念文章。于是，马识途便执笔写了

一篇回忆性文章《老三姐》，在

《四川文学》1960年第5期发表后，

《人民文学》也予以了转载，引起

了当时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张光

年的注意。马识途犹记得邵荃麟一句话打

动了他继续写作：“你写革命文学作品，

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

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

不为？”

往事如云似烟，纷纷扰扰。当记忆的

闸门被文学打开，革命生活的许多素材便

不断涌向马识途的脑海，他也从刚开始的

被动写作转为主动写作。“乘着余霞满天

的光景，大写特写。”这是马识途曾经说

过的一句话，充分道出了他秉烛夜游般的

写作热情。

自193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110岁

高寿，马识途先后创作出版了《在地下》

《夜谭十记》《沧桑十年》《清江壮歌》

等小说、诗歌、杂文、电影剧本、文论等

各类体裁文学作品，与巴金、张秀熟、沙

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使马识途真

正扬名的代表作，是1982年出版的《夜谭

十记》。此书写尽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

百态，其中，《盗官记》被著名导演姜文

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通过影像，更

多的人们走进了他笔下那个光怪陆离的世

马识途学长全家福。后排左起：长子马建生、长

女吴翠兰、次女马万梅，前排左起：妻子王放、次子

马万方、马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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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那个嬉笑怒骂的人间。电影上映后，

短短11天横扫4亿元票房，成为叫好又叫

座的年度黑马。首映式上，姜文对马识途

说：“马老是我的保护神，古人有言‘信

马由（姜）缰’嘛！”

年逾百岁后，他依然“马不停蹄”，

即使生病期间，他仍坚持奋力写作，《夜

谭续记》初稿完成之际，医生告诉他，肺

上的肿瘤阴影不见了，血液指标也完全正

常。他戏说道：“咋个，癌魔和我斗，

落荒而逃了吗？”此后，他又相继出版了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和散文集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一时轰动文

坛。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女士说，马老虽

在几年前公开宣布过“封笔”，但写作欲

望不止，《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就是马

老自己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艺术多面手，挥毫泼墨点亮后生文学梦

书法是马识途一大志趣所在，他6岁

开始习书，自幼临汉碑、习汉隶，其隶

书造诣尤有特色，用笔简练，喜以中锋入

纸，因此字态沉稳，具有独特的个人风

格。马识途早年即对晋唐书风、汉魏碑

刻、三代金文深入研究，在吸收历代名家

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师古融今，力求严

谨而饶于变化。四川省人大历史陈列馆馆

名、弟维小学校名、市二医院院名的题

字……均是出自马识途之手，字体遒劲有

力、刚柔并济。

马识途曾经在90岁、100岁、104岁

时，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他的

“百岁书法展”和“马识途书法展暨《马

识途文集》发布会”，堪称文艺界盛事。

他曾说：“学习书法是一种精神享受，是

个人的思想载体。”“每当写书法，自

己的内心一切都放开了，心之所至，任

意挥洒。”

秉笔写字是为一趣，但马识途挥毫间

还心系着许多文学后辈。他将个人的书法

作品用于慈善，帮助了许多人。2014年

1月，“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举行，200

余幅书法作品共卖出230万元。义卖结

束后，马识途宣布把义卖所得全部作为

“奖学金”捐赠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院。学院用这笔钱专门设立“马识途文学

奖”，每年评选一次，用以资助热爱文

学、追逐梦想、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自

2015年开始颁发至今，马识途文学奖

已经走过八届，资助了一批又一批川大寒

门学子。

在马识途108岁之际，在《成都日

报》促成下，四川大学文新学院138位

马识途文学奖获奖学子曾将一封饱含真

诚和感恩的感谢信送给马识途。代表执

笔者王沁说：“马老让很多像我一样迷

茫的同学找到了自己的灯塔，我感谢马

老，让我坚定自己的心之所向。”

（转自“方志四川”公号，2024年3月28日）
2021 年，马识途在成都参加四川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


